
在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，尽

管白血病造血干细胞移植可使 60%

以上的患者获得根治，但还存在移

植物抗宿主病、复发、生活质量下

降等问题。我们主要针对这些问题

开展研究。

在造血干细胞移植的预处理

上，我们做了相应的改进。以前是

全身照射或大剂量化疗，现在采用

全骨髓照射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之

前做完移植的人无法生育、女性闭

经，现在这些问题可以很好地解决，

患者生存质量大大提高。

对于复发的患者，我们采用基

因修饰的树突状细胞和 CIK 细胞

进行治疗。超过 50% 的复发患者

通过这样的细胞免疫治疗再次获得

新生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我们率先开展

的世界首例胎盘造血干细胞联

合脐带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重

型再生障碍贫血获得成功。脐

带血造血干细胞具有免疫原性

较弱、HLA 配型要求不高等优势，

且移植抗宿主病发率较低，缺点是

数量太少，不容易植活。胎盘组织

含有大量造血干细胞，是脐带血的

10 倍。通过分离胎盘中的造血干

细胞，可有效弥补脐带血干细胞数

量的不足，两者联合移植在世界上

尚属首次报道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对于胎盘中大

量的造血干细胞，如果加以利用，

会造福更多患者。通过体外观察、

动物实验，现在已到临床试验阶段，

我们还在进一步研究。

由于胎盘造血干细胞重建的速

度相对较慢，加快重建造血速度是

我们当前的研究重点。因为数量足

够大，一旦该技术成熟，就可以成

立国家级的公共干细胞库，变成一

项公益事业造福更多患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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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虎：生物治疗中面临的焦点与瓶颈
本期嘉宾：全军造血干细胞研究所所长  陈虎

采 访 者：本报记者  张雨  见习记者  任艺 

生物治疗目前已经成为最令人瞩目、最鼓舞人心的焦点领域，被称为未来临床治疗的重要发展方向。

由中国医师协会主办的“2016 中国生物治疗大会”，将于 2016 年 11 月 23 日在深圳召开。作为大会执

行主席，全军造血干细胞研究所所长陈虎教授 2014 年率先开展的世界首例胎盘造血干细胞联合脐带造血干细

胞移植治疗重型再生障碍贫血获得成功；2015 年 8 月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，授予军事医学科学院

附属医院、全军造血干细胞研究所所长陈虎记一等功嘉奖。

在陈虎看来，生物治疗是最有前途的治疗手段，虽然目前还存在政策瓶颈等问题，但其发展趋势已势不可挡。

生物治疗是一个很广泛的

概念。我们小时候接种的牛痘

等疫苗，都属于生物治疗范畴。

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人类

已在全球范围内消灭天花，牛

痘疫苗功不可没，将人类的平

均寿命提高了十几岁。

广义上讲，凡是通过人体

的免疫系统来起到作用进而治

疗疾病的，都属于生物治疗。

牛痘疫苗即是通过调动人体的

免疫系统，使其产生特异性免

疫来对抗天花的。实际上，目

前人类可以根治的疾病，绝大

多数都是通过改善机体的免疫

功能治愈的。

现在一提到生物治疗，大

家很容易与治疗肿瘤联系在一

起，而实际上，人类很多疾病

都是通过生物治疗治愈的。

无论是小分子药物 / 蛋白

质药物，或者其他的生物制剂，

通过调动机体免疫来对抗肿瘤

的，都属于肿瘤的生物治疗。

现 在 炒 得 比 较 火 的 PD-1、

CTLA4 单克隆抗体等，即是

通过抑制人类正常 T 细胞上

的抑制信号，使其免疫功能提

高，最终实现治疗肿瘤的目的。

它们不是直接针对肿瘤，而是

打开免疫细胞上的开关，对抗

肿瘤。

也有直接对肿瘤展开进攻

的生物疗法。CD20、Her-2 等

单克隆抗体，便是直接与肿瘤

细胞结合，进而杀伤肿瘤。

手术切除对于治疗肿瘤是

最直接的，但仅限于非转移型

肿瘤。化疗可以减轻肿瘤的负

荷，但化疗在杀死肿瘤的同时

也会将正常的免疫系统破坏。

在实际临床治疗时，利用化疗

药物或联合化疗方案来治疗晚

期肿瘤的患者，平均生存期仅

得到有限的延长。

近几年新兴的靶向治疗，

是通过阻断肿瘤细胞生长过程

中的某一个或几个信号，从而

达到抑制肿瘤的目的。这种治

疗方法相对科学，也是我们追

求的精准治疗的方向。但问题

在于，很多肿瘤还没有找到相

应的靶向药物，甚至连这个靶

点在哪儿都没找到。

而细胞免疫治疗，作为一

种有希望完全消灭癌细胞的治

疗手段，因其安全、有效、低

毒等特点，被认为是目前肿瘤

综合治疗模式中最有前途的治

疗手段。

2014 年 9 月，患滑膜肉瘤

的魏则西手术后又经过数个疗

程的化疗复发，找到了我们。

当时我们用他在当地医院手术

切下的肿瘤组织给他做了基因

检测，并成功找到两个靶点，

推荐其使用靶向药物进行治

疗。实际上，魏则西已经享受

了现代文明的最新成果，比平

均生存期延长了 10 个月。至

于对其进行的 CIK 细胞治疗是

否有效不能肯定，但起码不是

致死原因。

另一个层面，在事件风波

问题上，专家说话应该慎之又

慎。该事件中，一名被采访的

大学专家表示，魏则西所应用

的 CIK 技术，是美国在 2000 年

就已经淘汰的技术，成为了这

次事件的焦点之一。这种说法

是不科学的。因为就在2016年，

美国和德国开始重新启动 CIK

细胞治疗肿瘤的临床试验。实

际 上， 美 国 FDA 批 准 的 很 多

靶向药物包括 PD1 和 CTLA-4

单抗药物，对某些肿瘤也仅有

10%~20% 的疗效，有些靶向药

只能延长几个月生存期，疗效

甚至低于已经文献报道过的CIK

疗效。有些所谓的专家对于一

些问题并不是十分了解，就开

始妄加评论，这是不理性的。

大 众 必 须 了 解， 现 代 文

明的进步还不足以治好所有肿

瘤，不能将魏则西的去世简单

粗暴地归咎于细胞生物治疗。

细胞生物治疗是未来人类治疗

肿瘤最有希望的一条路。目前中国

遇到的问题是，国家还未出台引领

该行业的指导性政策。

当前，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

是将细胞作为一种药物，归口食品

药品监督管理局管理，只有中国将

其作为一种技术归口国家卫生计生

委管理。

但问题的关键在于，国家卫生

计生委可以承认某一种细胞生物治

疗技术的安全性、有效性，但却没

有批准一种药物使用的权力。如此

状态甚为尴尬。

细胞生物治疗是我国与世界

发达国家差距最小的领域，因为细

胞生物治疗本身开展较晚，大家的

起跑线基本持平。这也是我国最有

希望在全世界起引领作用的领域，

但由于政策限制，步履维艰。由此

也使得相关经费投入积极性大大受

挫，最终影响的将会是国家的进步。

生物治疗概念广到难以想象

生物治疗是最有前途的治疗手段

魏则西已经享受了现代文明的最新成果

医师报：生物治疗在概念上如何定义？

陈     虎：广义上讲凡是通过人体免疫系统起作用进而治疗疾

病的，都属于生物治疗。

医师报：您所在的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有哪些突破性进展？

陈     虎：针对具体问题，展开针对性研究。

医师报：生物治疗在当今医学领域中的地位如何？

陈     虎：是目前肿瘤综合治疗模式中最有前途的治疗手段。

医师报：受“魏则西事件”影响，细胞免疫治疗领域受到一定冲击。您如何评价该事件？

陈     虎：他已经享受了现代文明的最新成果。

医师报：目前我国在细胞生物治疗领域面临的问题是什么？

陈     虎：政策限制成为细胞生物治疗发展瓶颈。

细胞生物治疗管理的尴尬

用胎盘造血干细胞创造“世界首例”


